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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转型驱动汽车行业发展，自主领航开启布局新篇章 

2024 年上半年，中国汽车行业延续了新能源车高速发展、出口放量及

自主品牌份额提升三大结构性特点，在销量增长及结构转型的带动下，

企业盈利水平持续修复，但仍面临一定的贸易摩擦风险，企业属地化

生产及研发布局将进一步加速，较高的资本开支需求或将推高部分车

企财务风险及流动性压力，行业内企业的信用水平或将进一步分化。 

要点 

 2024 年 7 月，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单月零售渗透率首次突破 50%，

是汽车行业绿色转型的重要里程碑；随着相关政策法规及基础配

套体系不断完善、新能源车企竞争力提升，预期全年新能源汽车

销售仍将保持增长态势，但在高基数的背景下，增幅或将有所缩

窄。

 2024 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但由于海外

国家贸易壁垒不断抬高，新能源车出口增速进一步放缓，且已落

后于整体增幅，预期全年汽车出口增速或将放缓。

 2024 年以来，我国自主品牌市场占有率持续上升，新能源乘用

车中自主品牌占比很高，在产品力与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以及全

球化布局的推动下，未来自主品牌市场份额或将进一步扩大。

 受益于销量增长以及海外市场放量、高端化、智能化转型，2024

年以来较多车企盈利水平有所修复；在贸易壁垒不断提高的背景

下，属地化生产及研发布局进一步加速，未来资本支出将维持在

一定规模，需对各车企海外投资及产能消纳情况保持关注。未来

随着行业竞争加剧及市场不断变化，部分盈利及资本实力偏弱的

车企仍将面临一定信用风险。

mailto:yliu01@ccx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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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关注因素 

2024 年 7 月，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单月零售渗透率首次突破 50%，是我国汽车行业绿色转型的重要

里程碑；随着相关政策法规及基础配套体系不断完善、新能源车企竞争力提升，预期全年新能源汽

车销售仍将保持增长态势，但在高基数的背景下，增幅或将有所缩窄。 

2024年上半年，汽车制造业发展态势良好，增速虽有所下降，但汽车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增速

仍高于制造业总体的工业增加值增速，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1,188.6万辆和1,197.9万辆，同比

分别增长5.4%和6.3%。 

新能源车销量增幅明显高于乘用车销量增幅，表明新能源车系拉动乘用车增长的重要因素之

一，乘用车产品结构逐步向新能源车转换。2024年7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87.8万辆，首

超燃油乘用车零售销量，新能源乘用车国内渗透率达51.1%，这一转变主要系国家及地方产业

支持政策陆续出台、国内车企创新性发展插混技术取得全球78%份额的突破性优势以及电池、

电机、芯片等配套产业链优势赋能等因素共同影响，标志着新能源乘用车正在逐步成为市场

主流，是汽车行业绿色转型的重要里程碑。 

短期看，新能源免征购置税政策进一步延长，且有多重促消费政策刺激，有望进一步推动新

能源车购置需求释放，加之目前车企新能源汽车产品力的增强，或将提振自主消费意愿，预

计2024年新能源汽车销售仍将保持增长态势，但在高基数的背景下，增幅或将有所缩窄。长

期看，随着与新能源汽车相关的政策法规体系逐步完善，在新能源车企和产业链内企业持续

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和充换电等相关基础配套体系不断完善的情况下，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将

保持较大发展空间。 

图 1：近年来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变化情况 图 2：2023 年以来我国乘用车及新能源车月度销量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诚信国际整理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诚信国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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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情况 图 4：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情况（国内零售）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国家统计局，中诚信国际整理 资料来源：乘联会，中诚信国际整理 

2024 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但由于海外国家贸易壁垒不断抬高，新能源车出

口增速进一步放缓，且已落后于整体增幅。 

2024年上半年，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累计出口279.3万辆，增速约30.5%。分车型来

看，目前我国汽车出口仍以乘用车为主，商用车出口量随海外需求量的增长亦有所增加；传

统燃油车出口仍为乘用车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海外国家针对新能源车不断出台贸易保护政

策，受此影响我国新能源车出口增速进一步放缓，上半年出口量增幅已落后于整体增幅。展

望下半年，中国品牌出海处于高速增长期，考虑到国内车企产业链优势提升、多国对新能源

车政策补贴以及高油价等因素的拉动，新能源车仍将持续为汽车出口贡献增量，且当前乘用

车出口增量一定程度上来自于西方车企陆续退出俄罗斯市场后中系车补位1，据Autostat统计，

2024年将有30~45款中国品牌新车型在俄罗斯汽车市场上市，短期内亦将带来一定增量，但受

贸易摩擦、汽车出口高基数等因素影响，预计2024年出口增速或将放缓。 

近年来，海外国家贸易壁垒逐步抬高，对中国车企出口形成挑战。2023年10月，欧盟委员会

开启针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2024年8月，欧盟委员会披露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最终

调查结果草案，对中国及欧盟在华生产的纯电动汽车建议征收17%至36.3%的反补贴税，对此，

欧盟成员国将在10月底前投票表决，欧盟委员会的决定一旦获得表决通过，中国产电动汽车

将被加征为期五年的正式反补贴关税。 

2024年上半年，中国汽车出口至欧洲的总量为99.0万辆，其中新能源乘用车欧洲出口量下滑，

纯电和插电混动出口量分别为29.8万辆和2.3万辆，同比分别减少14.4%和32.5%；7月份欧盟加

征临时反补贴关税后，中国车企在欧盟新注册的电动汽车数量环比6月减少了45%。加征关税

                                                        
1 根据 Marklines 数据，2021 年中国汽车品牌在俄罗斯市场占有率仅 9.1%，2022 年和 2023 年分别增长至 19.5%和 48.9%，2024 一季度已达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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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车企需让渡部分利润，但受益于海外销售定价较高以及成本、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未来中

国车企出口欧洲市场仍存在一定的利润空间。 

表 1：2024 年以来中国电车出口限制政策 

资料来源：中诚信国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图 5：近年来我国汽车出口及增速情况 图 6：近年来分车型出口量及增速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诚信国际整理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诚信国际整理 

2024 年以来，我国自主品牌市场占有率持续上升，新能源乘用车中自主品牌占比很高，在产品力与

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以及全球化布局的推动下，未来自主品牌市场份额或将进一步扩大。 

从品牌角度来看，乘用车方面，比亚迪、奇瑞汽车、吉利汽车、长安汽车等头部车企逐步转

型升级，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及产品迭代，在性能等方面缩小了与国际品牌之间的差距，自主

品牌产品力持续提升；且自主品牌新能源产品在电动化、智能化方面性能优势明显，叠加以

自主品牌为主的汽车出口势头强劲，共同带动2024年上半年自主品牌市场占有率快速提升。

其他国别乘用车中，德系车和日系车依然在国内乘用车市场占据重要地位，但受国产新能源

车发展较快等因素影响，两者的市场份额在2024年上半年分别下滑至19.39%和14.90%。根据

乘用车厂商监控数据，2024年上半年，中国自主品牌车出口在当地市场零售同比增长57%，

继续保持强势增长态势。 

时间 内容 

2024 年 1 月 巴西电动车进口关税逐步恢复，至 2026 年 7 月达到 35%，此前对电动车实施免关税政策。 

2024 年 5 月 
美国在对华 301 关税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关税，对自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关税从 25%提升至 100%，对电动

车用锂离子电池关税从 7.5%提升至 25%。 

2024 年 7 月 

欧盟委员会发布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初裁结果，在 10%关税的基础上，对自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加征

为期四个月的临时反补贴关税。其中，上汽集团加征税率为 37.6%，吉利为 19.9%，比亚迪为 17.4%，其它配合

欧盟调查的车企平均加征税率为 20.8%，未配合调查的车企加征税率为 37.6%。 

2024 年 8 月 

欧盟委员会预披露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终裁结果，其中，上汽集团加征税率下调至 36.3%，吉利汽车

下调至 19.3%，比亚迪下调至 17%，对在华生产的特斯拉加征税率为 9%，部分中国出口商和欧盟车企在华合资

企业也有可能会被加征较低关税税率，其他未被抽样但配合调查的企业，加征税率增至 21.3%，未配合调查企

业面临的加征税率与上汽集团相同，为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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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近年来各国别车系乘用车市场份额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乘联会、同花顺 iFinD，中诚信国际整理 

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由自主品牌主导，中国品牌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占新能源乘用车总销

量的比重很高。2024年1~6月，比亚迪以32%的市场份额遥遥领先，特斯拉（中国）及上汽通

用五菱位列市场第二、第三位。此外，赛力斯汽车深化与华为合作，推出问界品牌新车型，

销量同比增幅很大，销量跻身第四位，前十大企业竞争格局尚不稳定。同期，小米亦推出自

主研发的新能源乘用车，交付量快速提升，其对未来市场竞争格局的影响有待持续关注。整

体看，新势力品牌在设计、营销与宣传方面存在一定优势，其品牌影响力及市场占有率提升

较快，市场竞争将愈发激烈，随着各新能源、新势力品牌产品的推出及全球化布局，未来各

大车企自主品牌新能源车有望持续发力。 

2023年以来，由于技术迭代、新能源渗透率快速提升，乘用车行业竞争格局不断变化，多家

车企采取“以价换量”的销售策略，以期占据更高的市场份额。随着碳酸锂、电解液、负极

材料等价格下降，未来一段时间内新能源车价格或将进一步下探；同时，“油电同价”亦将

为燃油车厂商带来一定的竞争压力，行业竞争持续加剧，乘用车行业价格战对车企盈利能力

造成挑战。 

图 8：2024 年 1~6 月新能源市场 TOP10 厂商销量情况 图 9：2024 年 1~6 月新能源市场 TOP10 厂商销量占比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诚信国际整理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诚信国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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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于销量增长以及海外市场放量、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升级，2024年以来较多车企盈利水平有所

修复；在贸易壁垒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属地化生产及研发布局进一步加速，未来资本支出将维持在

一定规模，需对各车企海外投资及产能消纳情况保持关注。未来随着行业竞争加剧及市场不断变化，

部分盈利及资本实力偏弱的车企仍将面临一定信用风险。 

从企业公布的半年报来看，受益于销量增长形成的规模效应以及海外市场放量、高端化、智

能化带来的盈利提升，2024年上半年，较多企业归母净利润同比增幅较大或实现扭亏为盈；

但仍有部分企业因技术研发、渠道建设等方面投入较高，亏损进一步扩大。展望下半年，在

价格内卷加剧、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国际环境严峻复杂的情况下，部分处于爬坡期、尚未形

成规模效应的车企仍将面临一定的经营压力，车企盈利能力或将有所分化。 

表 2：主要新能源汽车企业 2024 上半年业绩情况 

注：比亚迪、赛力斯、江淮汽车、长安汽车、长城汽车 2024年半年报未单独列示新能源汽车收入。 

资料来源：中诚信国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近年来，在海外市场新能源政策补贴、出口量持续高增以及贸易摩擦加剧等因素的驱动下，

比亚迪、长城汽车、广汽埃安等多家国内车企通过收购或投资建厂等形式，逐步实现就近配

套及属地化生产，选址主要集中于东南亚、南美、欧洲等区域，对于非洲等供应链不完善、

中国品牌渗透率偏低的右舵车国家，目前仍以直接出口为主。同时，多家车企亦不断完善全

球化研发布局，在海外各地设立研发中心，组建本土化研发团队，针对当地需求及使用习惯

进行产品开发及改良。随着欧美等国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壁垒不断抬高，国内车企海外投

资设厂速度或将进一步加快，未来资本支出仍将维持在一定规模，在行业加速内卷的趋势下，

部分盈利能力及资本实力偏弱的企业或将面临一定的财务风险和流动性压力。整体看，头部

企业财务状况较好，现金和利润对债务保障能力高，但随着行业竞争加剧及市场不断变化，

未来行业内企业的信用水平或将进一步分化，需关注各车企海外投资压力及产能消纳情况。 

车企 业绩情况 

比亚迪 
2024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 3,011.27 亿元，同比增长 15.76%；净利润 136.31 亿元，同比增长 24.44%。其中，汽

车、汽车相关产品及其他产品业务的收入为 2,283.17 亿元，同比增长 9.33%。 

赛力斯 
2024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650.44 亿元，同比上升 489.5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6.25 亿

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实现扭亏为盈。 

江淮汽车 2024 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01 亿元，同比增长 93.84%。 

长安汽车 
2024 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盈利 28.32 亿元，同比下降 63%。主要原因为 2023 年第一季

度并购深蓝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原持有其股权按公允价值重新计量确认非经常性损益 50.2 亿元。 

长城汽车 2024 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0.79 亿元，同比增加 419.99%。 

北汽蓝谷 2024 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5.71 亿元，上年同期为-19.80 亿元。 

蔚来汽车 2024 年一季度，蔚来收入总额同比下降 7.2%至 99.09亿元，亏损金额同比扩大近 10%至 52.58 亿元。 

小鹏汽车 
2024 年上半年，实现营收 146.6 亿元，同比增长 61.2%；毛利率 13.5%，去年同期为-1.4%，归母净利润为-26.5

亿元，去年同期为-51.4 亿元。 

理想汽车 2024 年上半年，实现营收 573亿元，同比增长 20.8%，净利润为 16.9亿元，同比减少 47.8%。 

小米汽车 

2024 年 3 月，首款智能电动汽车 Xiaomi SU7发布，根据小米集团第二季度业绩公告，第二季度交付 27,307辆 

Xiaomi SU7 系列汽车，智能电动汽车收入为 62亿元，净亏损 18 亿元，智能电动汽车等创新业务毛利率为 15.4%

（含 2 亿元其他创新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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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国内部分车企海外新能源产能布局情况 

资料来源：各公司年报、公告等公开资料，中诚信国际整理 

结论 

2024年以来，中国汽车行业延续了新能源车高速发展、出口放量及自主品牌份额提升三大结

构性特点。7月份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单月零售渗透率首次突破50%，汽车行业迎来绿色转型的

重要里程碑；海外国家贸易壁垒不断抬高，上半年新能源车出口增速进一步放缓，且已落后

于整体增幅；1~6月自主品牌市场占有率持续上升，保持强势增长态势。在宏观经济增速放缓、

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车企需持续加强研发实力、提高产品质量和品牌认可度、完善

产品组合以及维持适当的产品更新周期以增强自身市场地位，随着新能源汽车从政策驱动转

变为市场拉动，新能源成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绿色发展的主要方向，企业在新能源领

域的研发布局将成为在未来赛道竞争中取胜的关键因素。在多重因素的驱动下，国内车企加

速海外投资设厂进程，较高的资本开支需求或将推高部分车企财务风险及流动性压力，行业

内企业的信用水平或将进一步分化。 

  

企业 选址 项目进展 投产时间 年产能规划 

比亚迪 

乌兹别克斯坦 已投产 2024 年 1 月 5 万辆（一期，合资） 

泰国 已投产 2024 年 7 月 15 万辆 

巴西 建设中 预计 2024年年底 15 万辆 

匈牙利 建设中 预计 2025年 15 万辆 

土耳其 规划中 预计 2026年 15 万辆 

印度尼西亚 规划中 / 15 万辆 

墨西哥 规划中 / 15 万辆 

柬埔寨 规划中 / 2 万辆 

长城汽车 

俄罗斯 已投产 2019 年 6 月 15 万辆 

泰国 已投产 2021 年 6 月 8 万辆（收购） 

巴西 已投产 2024 年 5 月 10 万辆（收购） 

广汽埃安 
泰国 已投产 2024 年 7 月 5 万辆 

印度尼西亚 建设中 预计 2024年年底 / 

哪吒汽车 

泰国 已投产 2023 年 11月 2 万辆 

印度尼西亚 已投产 2024 年 6 月 3 万辆 

马来西亚 建设中 预计 2025年 / 

长安汽车 泰国 建设中 预计 2025年 10 万辆（一期） 

奇瑞汽车 

巴西 已投产 2014 年 8 月 15 万辆 

西班牙 建设中 预计 2024 年 Q4投产 5 万辆（2027年达产） 

泰国 建设中 预计 2025年 5 万辆（一期） 

阿根廷 规划中 预计 2030年 10 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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